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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专家的视角，家长的体会，专业的教育分析，对女儿全心全意的爱，全都被作者融合
在一本书中，送到读者的面前。
◆ 女儿一天天长大。回首过去，走过的点点滴滴都是满满的幸福⋯⋯爱心妈妈、资深教
育专家甜甜妈与你一起分享*有爱、*实用的教子秘诀。 

内容简介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是妈妈的影子，而妈妈则是决定女儿未来道路的那个最强大
“影响源”。一位好妈妈，应该陪伴在女儿身边，和女儿一起成长。
本书由高级教师、资深教育专家甜甜妈结合自己教养女儿的经验和心得，从多个方面介
绍养育孩子的科学技巧。女性特有的慧敏、细腻的视角，不仅让本书浓缩了一位母亲献
给孩子的最温暖的爱，而且也折射出了优质家庭教育的本质和细节。相信这本书能为每
一位渴望做个好妈妈的母亲，提供参考和启迪。 

  

作者简介

甜甜妈，中学高级教师，省级骨干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作为一个有18年一线教
学经验的资深教育专家，她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着深刻的研究。多年来，她致力于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心理学三元结合的实践与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家庭教
育理论和方法，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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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女儿甜甜会说话之后，她那些可爱的话语以及天真可爱的神态，经常惹得我和先生捧腹
大笑，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温馨的回忆。
每次，我带着甜甜走在大街上，她看到小猫、小狗就喜爱得不忍离开，会拉着我的手撒
娇道：“妈妈，你给我生几个小猫、小狗好不好？”她过生日的时候会告诉爸爸：“爷
爷是属公老鼠的，我是属母老鼠的。”最让我忍俊不禁的是，她拉完屎之后，会拉着我
去看她的小便盆，问：“臭不臭？”每当回想起这些美好的时光，我都深感甜蜜。
有一天，下班回家，甜甜欢呼着向我跑来，紧紧地抱着我，向我撒娇。那一刻，我突然
意识到她在一天天长大，既而想到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是怎么一天
天长大的，说过什么好玩的话，做过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在成长中留下了什么“
亮点”⋯⋯最后干脆打电话给妈妈，问及此事。妈妈的回答让我大失所望：“都三十几
年前的事情了，哪还能记得那么清楚⋯⋯”挂了电话，原本很期盼的内心一下子失落起
来，不仅自己不记得成长中的点滴，连妈妈也忘记了，那段记忆成了一片空白。
再看看甜甜，我突然意识到，在甜甜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也会随着时间的
流逝而褪去色彩，最终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她长大之后，假如问起我她小时候的事情
，我那时候的回答必定会如同妈妈的回答一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将之前写的育儿
日记又翻了出来，继续记录甜甜每天的学习和生活。 前 言 女儿甜甜会说话之后，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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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爱的话语以及天真可爱的神态，经常惹得我和先生捧腹大笑，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温
馨的回忆。 每次，我带着甜甜走在大街上，她看到小猫、小狗就喜爱得不忍离开，会拉
着我的手撒娇道：“妈妈，你给我生几个小猫、小狗好不好？”她过生日的时候会告诉
爸爸：“爷爷是属公老鼠的，我是属母老鼠的。”最让我忍俊不禁的是，她拉完屎之后
，会拉着我去看她的小便盆，问：“臭不臭？”每当回想起这些美好的时光，我都深感
甜蜜。 有一天，下班回家，甜甜欢呼着向我跑来，紧紧地抱着我，向我撒娇。那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她在一天天长大，既而想到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是怎
么一天天长大的，说过什么好玩的话，做过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在成长中留下了
什么“亮点”⋯⋯最后干脆打电话给妈妈，问及此事。妈妈的回答让我大失所望：“都
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哪还能记得那么清楚⋯⋯”挂了电话，原本很期盼的内心一下子
失落起来，不仅自己不记得成长中的点滴，连妈妈也忘记了，那段记忆成了一片空白。 
再看看甜甜，我突然意识到，在甜甜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也会随着时间的
流逝而褪去色彩，最终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她长大之后，假如问起我她小时候的事情
，我那时候的回答必定会如同妈妈的回答一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将之前写的育儿
日记又翻了出来，继续记录甜甜每天的学习和生活。 在记录甜甜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
我也渐渐总结出很多适合女孩的教育方法。现在再回头读一读，发现这些教育方法很有
普遍性，对其他家长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也正是在记录甜甜成长点滴的过程中，我渐
渐意识到，随着甜甜的不断成长，我也随之“成长”起来，和她一起面对挫折后的失落
，一起迎接成功后的喜悦，一起拥抱博大的自然，一起迎接竞争的挑战⋯⋯似乎时光倒
转，我又一次经历了童年，将妈妈忘记的事情完完全全地重温了一次。 后来我渐渐萌发
了写书的念头，最终有了这本书的诞生。在整理书稿的时候，甜甜的倔强、上学之前的
哭闹、生气时的言行、学习的苦乐⋯⋯一幕幕都涌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的内心因此而充
实。我很庆幸，在甜甜的成长过程中，针对她的各种表现摸索出了正确的教育方法，使
我们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有母女间的亲密又不失朋友间的默契。 我在内心中期盼：我
的女儿——甜甜，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要一直保持这份本心，做个有理想、有爱心、
有担当的女孩子，希望纯净的女儿，不仅有一个美丽的外表，更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展现无与伦比的魅力，成为大家都喜爱的人。当然，我也希望她能够在学习上“建功立
业”，在小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将来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喜欢的工作，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 让我欣慰的是，长大后的甜甜也一直如我期盼的那样，小学、初中、高中，
一路走了过去，直到考上她心仪的大学。我相信这些都离不开最初良好的教育方法；我
也一直坚信，一个好女孩，在小学阶段就需要不断地“包装”自己，让自身无限地接近
完美，如此才能为将来的优秀打下坚实的基础。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和我一样深爱着女儿的家长们！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1、看的很感动，真是为有心的妈妈，也是很聪明的妈妈。书里记录了女儿生活学习中的
问题，以及教养过程中的方法。读起来很轻松，也收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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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值，现在很便宜的钱就能买这么好看的书，看着轻松不像很多理论的枯燥的书，感
觉这是个很智慧的妈妈，。很有用！！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别把自己当“家长”
有一次，和朋友一起逛街时，发现了一件很漂亮的毛衣，那件毛衣的衣领上有一串装饰
性的珍珠项链，我看了一眼后就决定买下来，我觉得那串项链和毛衣搭配起来真的美极
了。
两天后的周末，我和甜甜在楼下的小广场上打羽毛球。没打多长时间我就感觉有点热，
便将外套脱了下来。这个时候甜甜发现了我毛衣上的珍珠项链，便昂着头，目不转睛地
盯着那串项链问道：“妈妈，毛衣衣领上是什么？”
我便蹲了下来，拿着甜甜的小手，摸了摸那条项链，对她说：“这是一条项链，你仔细
摸一摸，告诉妈妈有什么感觉？”当时我想让她感受一下珍珠的华润，但是我并没有意
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甜甜央求我：“妈妈，你把项链摘下来让我仔细看看好不好？”因为项链是固定在毛衣
衣领上的，要是摘下来的话，就意味着我要先将上面的珍珠一个个地摘下来，比较麻烦
。但是看到甜甜渴望的眼神，我又不忍心拒绝她，于是便说：“好吧，妈妈这就给你摘
下来，让你好好看一下。”
我话刚说完，甜甜便伸手扯住了我的毛衣，将衣领上的那串珍珠全部扯落了下来。我知
道甜甜的这个举动并不是故意为之，只是希望将那串项链尽快拿到手，所以我没有指责
她。我觉得甜甜没有错，她也是在我答应之后才伸手拉扯的，只是因为不了解项链的安
放步骤，用力过大，将项链扯断了。
我一颗颗将散落在地上的珍珠捡起来，交到甜甜的手中，并告诉甜甜：“这些小珠子送
给你了，拿出玩吧。但是妈妈要特别提醒你，之后要是再看到别人衣服上有珠子之类的
饰品，不能这么去扯，这样很不礼貌，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这样。”甜甜点着头，说：
“明白了。”
后来我将这件事告诉了一位朋友，朋友听了之后开玩笑说：“你怎么一点家长的样子都
没有，要是换成我，我早就打她了，你太宠孩子了！”我听了之后反问：“在女儿面前
我为什么要有家长的样子呢？是拿出家长的权威恐吓她，还是用暴力的手段威胁她？和
做女儿的家长相比，我更乐于做女儿的朋友！”
在字典里，“家长”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父亲、母亲；二是家长作风，说一不二、集
权。在女孩教育问题上，家长作风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和孩子做朋友，而不是刻意强
调自己的家长身份。在甜甜的成长过程中，她有时候会不称呼我为妈妈，而是调皮地叫
“姐姐”。我听了后也不会生气，不会责怪她没有礼貌，更不会埋怨她不懂得尊重长辈
。
我很乐于接受“姐姐”这个称呼，这是甜甜将我当朋友看的一种行为。我知道，只有和
甜甜如朋友一样相处，她才会更乐于和我分享与朋友而不是家长所分享的事情。
别把自己当“家长” 有一次，和朋友一起逛街时，发现了一件很漂亮的毛衣，那件毛衣
的衣领上有一串装饰性的珍珠项链，我看了一眼后就决定买下来，我觉得那串项链和毛



衣搭配起来真的美极了。 两天后的周末，我和甜甜在楼下的小广场上打羽毛球。没打多
长时间我就感觉有点热，便将外套脱了下来。这个时候甜甜发现了我毛衣上的珍珠项链
，便昂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串项链问道：“妈妈，毛衣衣领上是什么？” 我便蹲了
下来，拿着甜甜的小手，摸了摸那条项链，对她说：“这是一条项链，你仔细摸一摸，
告诉妈妈有什么感觉？”当时我想让她感受一下珍珠的华润，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接下
来发生的事情。 甜甜央求我：“妈妈，你把项链摘下来让我仔细看看好不好？”因为项
链是固定在毛衣衣领上的，要是摘下来的话，就意味着我要先将上面的珍珠一个个地摘
下来，比较麻烦。但是看到甜甜渴望的眼神，我又不忍心拒绝她，于是便说：“好吧，
妈妈这就给你摘下来，让你好好看一下。” 我话刚说完，甜甜便伸手扯住了我的毛衣，
将衣领上的那串珍珠全部扯落了下来。我知道甜甜的这个举动并不是故意为之，只是希
望将那串项链尽快拿到手，所以我没有指责她。我觉得甜甜没有错，她也是在我答应之
后才伸手拉扯的，只是因为不了解项链的安放步骤，用力过大，将项链扯断了。 我一颗
颗将散落在地上的珍珠捡起来，交到甜甜的手中，并告诉甜甜：“这些小珠子送给你了
，拿出玩吧。但是妈妈要特别提醒你，之后要是再看到别人衣服上有珠子之类的饰品，
不能这么去扯，这样很不礼貌，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这样。”甜甜点着头，说：“明白
了。” 后来我将这件事告诉了一位朋友，朋友听了之后开玩笑说：“你怎么一点家长的
样子都没有，要是换成我，我早就打她了，你太宠孩子了！”我听了之后反问：“在女
儿面前我为什么要有家长的样子呢？是拿出家长的权威恐吓她，还是用暴力的手段威胁
她？和做女儿的家长相比，我更乐于做女儿的朋友！” 在字典里，“家长”一词有两个
含义：一是父亲、母亲；二是家长作风，说一不二、集权。在女孩教育问题上，家长作
风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和孩子做朋友，而不是刻意强调自己的家长身份。在甜甜的成
长过程中，她有时候会不称呼我为妈妈，而是调皮地叫“姐姐”。我听了后也不会生气
，不会责怪她没有礼貌，更不会埋怨她不懂得尊重长辈。 我很乐于接受“姐姐”这个称
呼，这是甜甜将我当朋友看的一种行为。我知道，只有和甜甜如朋友一样相处，她才会
更乐于和我分享与朋友而不是家长所分享的事情。 有一次，我带甜甜去吃饭，听到一位
妈妈和她女儿的谈话，在这个过程中，那位妈妈几次称呼她的女儿为“小屁孩”。其实
在我看来，那个小女孩很懂事，也很有礼貌，和所谓的流鼻涕、无理取闹的“小屁孩”
有着天壤之别。 女孩问妈妈： “ 你天天这样叫我， 那我能不能也这么叫你啊？”“那
怎么成，闺女，你要知道，妈妈这么叫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女儿不能这么叫妈妈！
”那位妈妈刻意强调了自己的家长身份，语气很有一股“官”味。 我在一旁听得暗暗摇
头，这样的妈妈怎么能真正走进女儿的内心呢？我在咨询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家长，他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口气非常严厉，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一有认为不对的地方
就打断，严肃地指出孩子的错误，不管场合，也不论周围有什么人。 有一次，我询问一
位前来咨询的母亲：“你觉得总是站在家长身份牌后面和女儿说话对吗？孩子已经上了
小学，她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位母亲听了之后却很自然地说道：“这有
什么，我是家长，说话严肃点不是很正常吗？”我只好询问坐在一旁的小女孩：“你觉
得妈妈这样和你说话好吗？”小女孩非常机灵，回答得很委婉：“我们老师说家长这么
说话不好，应该放下家长的架子，和我们做朋友！” 之所以提到上面这个小故事，无非
就是要提醒广大父母改变教育女孩的观念和方式，给女孩营造一种宽松的精神环境。在
长期的咨询工作中，我观察过很多家庭和女孩，而且还收集了数百个名校女学生的资料
进行研究对比，试图从中探究优秀女孩和一般女孩在家庭教育上的差别。最后发现，最
主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家庭精神环境上的不同。学习好的女孩一般家庭精神环境也很宽



松，父母会将她当朋友看待，彼此间交流很多，父母能及时了解女孩的需求，能共同探
讨、相互启发，这样的父母通常能够以朋友的身份给女孩适当的建议。 在甜甜的成长过
程中，我从来没有骂过她，也不会轻易地扬起手掌。我和她就像一对最要好的朋友一样
，彼此相互尊重，遇事能够无拘无束地畅谈、沟通，甚至争论不休，不管最终的结果如
何，我们的心情都会变得很舒畅。而且遇到事情，特别是面临选择的时候，我都会让甜
甜自己拿主意，比如，暑假上不上兴趣班，什么时候写作业，什么时候出去玩⋯⋯ 我的
这些做法，也许在大多数家长的眼中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这些家长眼中，他们是家长
，不需要尊重女孩的意见和想法，他们总是想“管束”，认为必须树立起家长的权威才
好，这样家中的女孩才会“怕”自己，教育起来才方便。在这些家长眼中，父母和女孩
之间是指挥和被指挥、管教和被管教的关系，他们对女孩说话的语气永远是命令和质问
式的，女孩的一切大事都需要父母做主。这类家长和家中女孩间的关系注定是“对手”
，不管他们多么想教育好女孩，最终的效果却不尽人意。 我们要善于摆脱家长的身份，
回归自然，不做女孩的“领导”，而做她的父母和朋友。在承担养育责任的同时，引导
她、帮助她、温暖她，这样女孩才会感受到精神上的鼓励，继而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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